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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精工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06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详见附件 

时间 2024 年 11 月 4日 

地点 15:00-16:30 腾讯线上路演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孙国君、黄伟明、金超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精工科技始创于 1992 年，2004 年于深交所上市。公

司以碳纤维全链高端装备及先进复合新材料为核心业务；

依托公司卓越的研发设计和智能制造能力，大力发展空天

经济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再生产业；持续引领智能建机、

智能纺机、智慧电源产业革新；目标是打造成为世界一流

的新材料及专用装备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专注定位

高端集成装备技术的引领者与产业升级的推动者，集装备

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于一体，拥有 1300 多项

专利、技术成果，先后承担实施 100 多项国家、省、市、

区科研项目，成功开发 150 余种高尖端、高附加值的产品，

诸多细分产品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

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 80%；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发行前公司股本总

数的 30%，即不超过 136,548,000 股（含本数）。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4,300.19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净额拟投资于：碳纤维及复材装备智能制造建设项目、高

性能碳纤维装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均围



绕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开展。 

三、现场互动交流 

1、公司前三季度收入有所增长但业绩有所下降，分

析一下业绩下降的原因 

公司 2024 年 1-9 月合并营业收入 11.81 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5.5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73 亿元，同比下降 47.96%，主要原因为：1、因碳纤维

产业需求短期结构性调整影响，下游客户的投资项目进度

阶段性放缓，使得碳纤维装备收入三季度有所下降；2、

公司毛利率相对较低的智能纺机专用装备收入大幅增加，

摊薄了整体毛利率；3、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已开始前期投

入工作，厂房基建等工作已陆续开展，需要投入部分自有

资金；4、公司 2024 年 1-9月研发费用支出 7855.85 万元，

同比增长 18.34%，研发费用的投入增加也使得公司经营

业绩有所下降。公司将在年内接下来的 2个月时间内积极

拓展海内外市场，加快落实已生效订单的实施进程和客户

应收款的回收，全力冲刺公司 2024 年经营目标的实现。 

2、公司各产业销售占比情况 

2024 年 1-9 月，公司碳纤维系列装备营收占比为

36.8%，去年同期为 44.6%，占比有所下降；智能纺机营

收占比 30%，去年同期为 14%，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智能

建机营收占比 12.31%，去年同期为 10.81%，基本持平。 

3、公司在手订单执行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在手订单共 13 条，合同总额超 20 亿，

均在执行中。部分客户受近期碳纤维整体行情影响，项目

执行进度有所放缓。目前，公司在努力加快在手订单的执

行的同时，专人专项有序推进合同货款的回收工作。 

4、未来是否存在应收账款大额坏账情况 

公司目前应收款比例较高的主要是公司碳纤维产业

的长期战略合作客户（含国企客户），风险可控，不存在

应收款大额坏账的情况。同时，公司也不断加强资金流动

性管理，启动应收款专项清收工作，以确保公司资金及时

回笼，降低坏账风险，维护公司的财务健康。 

5、请问公司原丝装备销售情况？ 

在原丝装备领域，国内市场目前的供应还是依赖进



口。精工科技通过多年技术储备和技术测试，已具备了原

丝装备的成套设计、生产制造能力。目前原丝成套装备正

在进行样机研制，未来可推向市场。而原丝装备中的纺丝

装备已实现签单，计划向东华能源销售（2条 5,000 吨级），

目前合同执行中。 

6、公司今年碳纤维海外业务拓展情况？ 

目前，公司碳纤维核心设备已出口韩国晓星及晓星越

南基地，正在与东欧、中东、韩国、日本、土耳其、沙特

等海外地区客户就整线装备销售进行洽谈中，海外整线装

备订单有望实现突破。 

7、公司在复材装备领域的布局及拓展情况是怎样

的？是否有涉及碳纤维三维编织机？ 

在复材装备领域，相关设备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的

特点。公司已具备单工位/多工位复材缠绕装备、拉挤设

备等复材装备的生产能力，并实现了市场化销售。目前，

公司已成立碳材装备事业部、碳材应用事业部，在船舶等

复材下游应用领域与客户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与深圳协

同创新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目前复材 3D

打印装备、铺丝装备、三维编织机等复材装备已经在开展

试制等相关工作。 

8、公司碳纤维设备的竞争优势有哪些，目前是否有

竞争对手？ 

公司是国内首家完成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全国产化

的装备制造商，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具备碳纤维生产线整线

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的厂家、国内碳纤维核心设备出

口的唯一供应商。 

9、怎么看待目前碳纤维市场过剩这个问题？ 

碳纤维行业是国家战略性行业，作为新材料，在民用

军用中的使用广泛，且具有较强的不可替代性，下游需求

空间广阔。近期表现出的短期市场过剩的情况，主要为

T300-T400 等级的碳纤维，T700 以上等级碳纤维仍主要依

赖进口，远远未能满足市场需求。目前，国内原丝产量不

足，导致碳纤维价格仍处在相对较高的位置，且下游应用

端尚需验证和渗透的时间，碳纤维下游在风电叶片对玻纤

材料的替代、压力容器、航空航天、汽车、船舶等领域都

有很大的空间，只是从碳纤维落到应用端需要一定的验证



周期，现在渗透率还没有上来。 

目前公司已构建原丝装备、碳化装备、复材装备“三

位一体”的碳纤维产业总体布局，未来公司将以客户为中

心，持续进行技术革新，帮助客户降低运营成本，让客户

在品质不断提高的同时，持续降低碳纤维价格，真正让碳

纤维行业实现良性发展，把碳纤维打造成为具有广泛替代

性的、竞争力极强的产业。 

10、明年对公司业绩贡献最大的还是碳纤维产业吗，

公司是否有其他新的业绩增长点？ 

目前，公司碳纤维“三位一体”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

并开始发力，随着后续产业链的不断完善，公司在碳纤维

领域后续将有较好的表现，未来几年，碳纤维产业仍将是

公司核心产业。 

同时，公司 2023 年凭借多年技术经验积累，快速进

入了循环再生装备领域。公司已与废纺领域龙头企业浙江

建信佳人新材料公司签署了销售合同，合同金额 3.2 亿。

公司向建信佳人提供年产 5 万吨的聚酯回收生产线，能够

实现 8,000 小时连续运行，回收利用率高。公司聚酯回收

生产线主要由解聚、聚合、树脂生产、电仪控制等系统组

成，可实现从废旧纺织 PET 到再生新材料 PET 的绿色闭合

循环。 

    2024 年 10 月 28 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召开扩大会

议，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组建中国资源循环集团作出重要

指示，相信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公司的努力下，公司将在循

环再生装备领域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11、近期看到公司在低空经济有所布局，目前情况及

未来布局情况 

公司早在 2004 年前后就涉足过无人机产业，后续一

直将其作为公司的储备产业在培育。近期，公司凭借在碳

纤维领域多年积累的优势，以公司碳纤维复合材料为抓

手，重点发展低空经济产业。公司先后与万丰集团、亿维

特、捷一科技等空天（低空）企业开展合作或交流，加速

推进低空经济产业布局。 

未来公司将持续深耕、夯实、迭代碳纤维全产业链装

备的自主创新与智能制造优势，通过提升公司精密加工能

力，与已具有成熟技术的企业合作的模式，尽快进入碳纤

维复合材料制品的生产，通过“装备引领、材料协同、应



用支撑”的全新发展模式，全面布局空天经济领域，竞逐

新赛道，打造新引擎。 

12、公司除了碳纤维产业，在新能源、智能建机、智

能纺机等产业有什么规划？ 

公司未来的战略定位是以碳纤维全链高端装备及先

进复合新材料为核心业务；依托公司卓越的研发设计和智

能制造能力，大力发展空天经济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再生

产业；持续引领智能建机、智能纺机、智慧电源产业革新；

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新材料及专用装备整体解决方案提

供商。对于智能建机和智能纺机等产业，未来将持续加大

技术突破，使产品更加自动化、智能化，引领和革新上述

产业的发展。同时，公司也将持续坚持国内国外双轮驱动

发展战略，持续开拓上述产业的海内外市场。 

13、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今年的完成度及明年的展望？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建立、

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

利益和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健康

发展，经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决定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目前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

顺利完成员工缴款认购工作，各项工作均在积极有序推进

中。 

根据公司阶段性发展目标和中长期战略规划，公司设

定了本次三年期的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目标，既：

2024-2026 年三个会计年度，第一个解锁期，公司 2024

年扣非净利润不低于 1.84 亿元；第二个解锁期，2024 年、

2025 年扣非净利润之和不低于 4.14 亿元；第三个解锁期，

公司 2024 年、2025 年、2026 年扣非净利润之和不低于

7.13 亿元，平均年复合增长率达 25%。基于公司的行业地

位和目前的订单储备、技术储备等，公司对此目标的实现

充满信心。 

14、公司后续怎么加强成本费用管控实现降本增效 

公司积极开展精益管理提升月等活动，通过推进管理

数字化、制造精益化、运营流程化等举措加强日常经营各

环节的精细化管理、多渠道多措施降本增效，保障公司稳

健经营。 



附件清单（如有）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毅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陆广军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朱亭霖 

富安达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邱凯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怡彤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袁子扬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舒良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俞朕飞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何羽立、梁游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马小亮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罗彦明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高亦安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梦迪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健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孙锦华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谈军、成松涛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曾海乔 

第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杨流家 

国海创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钱海霞 

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彦超 

银河源汇投资有限公司：陈筱璇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佘天诚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王茂竹、陈波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周辉 

伟星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班梅 

湖南楚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杨紫嫣 

北京金塔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王丹 

仁桥(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鸿运 

锦绣中和（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杜蕾 

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李杰 

铸峰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汤沛 

上海固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沙涛 

深圳前海春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友肖 
广州朗润坤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陈玲 

绍兴市富越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陶燃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仲华超、林桢景 

雅利（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宋翔 

南京星纳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选之 
颐和银丰（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锡宇 

江苏银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虞羽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涂晓玲 

北京卓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亚宁 

首泰金信（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徐玄风 

上海君怀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王子煜 



丰源正鑫（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石钰生 

银泰华盈投资有限公司：陈冲 

北京理享家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倩云 

浙江探骊私募基金有限公司：林阳相 

北京明澄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郑川鼎、燕云 

上海鼎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陈曦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包致琳 

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份有限公司：蔡亦杰 

广州丰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褚军 

红线私募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韩骁 

乔戈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常建红 

浙江谦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悦 

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丁晨曦 

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黄洁 

上海常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许迎新 

杭州风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枝 

海南纵贯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昀 

上海永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薛飞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姜微 

上海富善投资有限公司：陈治任 

基明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黄金兰 
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从佩政 

新余中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伟 

吉林长白山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衣彬 

北京燕园动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张华 

苏州安亚投资有限公司：陈亮 

杭州启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中远 

上海金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晓冉 

宁波仁庆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励耀 

福建盈方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周晨捷 

方正和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闫震 

北京诚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吴畏 

上海海越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潘一炘 

上海宝弘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石沁雅 

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何钢 

前海中船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敬钰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王凌霄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吴言一 

通用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刘洋 

中兵财富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朱焱 

江西中文传媒蓝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陈敏春 

上海机场投资有限公司：张玮航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何谱 

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周越 



长沙麓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张奕 

深圳市鲲鹏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徐炜轩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李东 

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大钧 

湖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宋长江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周君临、齐亚光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马展 

华章天地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赖佳龙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马欣 

北汽产业投资基金：周越 

苏州高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兴龙 

青岛市北建设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林鹏飞 

山东国泰平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徐淑晨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忠科 

山东国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徐庆瑞、刘柯 

南昌新世纪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熊道珂 

苏州高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兴龙 

上海昌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黎总 

山东华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李佳慧 

深圳市景元天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张轶乾 

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高康浩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江山 

深圳华强鼎信投资有限公司：邹群 

上海朗程财务咨询有限公司：赖盛贵 

自然人：徐澍地、吴秀芳、吴晓纯、俞正福、张宇、 

董卫国、杜景玉、施渊峰 

日期 2024 年 11 月 4日 

 


